
吉林省大学生非正式群体对高校
德育工作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杨胜男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尔顿·梅奥是最早将群体分

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的人。按照一般社会学的观点，

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的划分依据是构成不同群体的

原则和方式。正式群体是由组织正式规定而构成的群

体，这种群体，成员有固定的编制，职责分工明确，

有规定的权利与义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以及既定

的目标和统一的组织纪律。非正式群体是在活动中自

发形成的，这种群体没有编制定员，没有固定的条文

规范，因而，往往不具有固定的形式。一直以来，正

式群体都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教育、教学的主要

对象，比如说班级、学生会、社团等正式群体，因而

就会忽视非正式群体的存在。作为一种潜在的教育资

源，大学生非正式群体在构建和谐校园中同样具有不

可或缺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发挥好、利

用好大学生非正式群体的积极影响，从而提高思想政

治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一、 大学生非正式群体的形成原因

在大学中，形成大学生非正式群体的原因很复杂，

文章主要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是大学生的心理方面的

因素，二是生活环境各方面的因素。

( 一 ) 心理因素是非正式群体形成的内在因素
德国哲学家斯普兰格曾指出：青年处于强烈的渴

望被理解的时期，没有任何人会像青年那样陷于孤独

之中，渴望被人理解与接近。每个人都希望被重视，

处在青春期的大学生尤为强烈。他们会通过参加不同

群体来满足自身社交的需要，然后通过在不同群体中

相互帮助来感受温暖，感受尊重与重视。不同于正式

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趋于一种工作的关系，

非正式群体更容易满足不同成员之间的情感需要，然

后在这个情感需要上更易形成一种凝聚力，从而使人

与人之间在感情上更易形成情感寄托与归属感。因为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每个大学生的个体

差异性也很大，当他们在正式群体中无法获得心理上

的满足时，就会形成多个不同的非正式群体。由于他

们之间可以互补，彼此经过一段时间的吸引就会选择

走到一起。这些非正式群体无论是在知识修养、兴趣

爱好还是性格因素等方面都相同或相近，沟通和靠近

就会顺理成章。这种非正式群体的存在能够让他们更

有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使大学生无论是在学习中还

是生活中都能够缓解紧张氛围，并且心理上也得到放

松，让个体达到更舒适的状态。

摘要：吉林省大学生非正式群体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是受大学生心理因素和周围环境的影响所

形成。吉林省大学生非正式群体的影响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对其进行正确引导和管理，是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义务，同时需要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断进行自我教育，从而趋利避害，以此

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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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爱好、价值观念与彼此互补等都是非正式群

体形成的心理因素。每个大学生都希望能够在不同的

非正式群体中寻求自己的精神慰藉，渴望通过不同的

非正式群体得到战胜自我行为和心灵困惑的力量，从

而让自己的负面情绪得到缓解。因此可见，非正式群

体形成的首要因素是心理上的需求。

( 二 ) 环境因素是非正式群体形成的外在因素
当大学生初入大学校园，首先要适应的就是新环

境给他们带来的变化。紧接着，他们的独立意识也开

始迅速发展，他们渴望结交朋友，同时也希望能摆脱

家长和教师的束缚。社会、学校等一些环境也为大学

生非正式群体的形成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所以大

学生的自我意识不断在增强，这就使得大学生对得到

社会认可的需求日益突出。现在有很多新兴学科不断

产生并且持续发展，如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等。这些科

学知识的出现无疑为高校大学生非正式群体的形成提

供了思想源泉，并且奠定了相应的理论基础。现在大

学的学习方式也是多样化和人性化的，学生的学习方

式不再只是以班级为单位的集中授课，学生的学习地

点也不再局限于一个固定班级，这就使得学生之间的

接触更加频繁。与此同时，新时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也

为人们提供了新的互动环境和空间，让人们可以不受

时空的限制，随时联系。这些情况，都为非正式群体

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 吉林省大学生非正式群体对高校德育

工作的影响

通过对吉林省高校大学生中非正式群体进行全面

与客观的研究分析可知，它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

的影响，并且对学生身心发展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

( 一 ) 积极影响
（1）弥补正式群体的不足，满足群体成员的情感

需要。正式群体的形成往往以单一的工作关系为主，

缺乏对群体成员情感上的关注。这正是非正式群体所

能弥补的缺憾。因为非正式群体的形成不但能够使群

体成员在情绪和精神上得到满足，而且如果遇到困难

挫折时能够得到心理支持顺利渡过难关，这样无论是

情绪还是精神都能够保持稳定。当然，依靠非正式群

体成员之间的感情基础，还可以让学生相处变得更加

融洽从而增强集体的凝聚力。可见，大学生想要加入

非正式群体，就是因为非正式群体能够让他们有种“被

爱”以及“施爱于他人”的需要。

（2）促进有效沟通，增进成员感情。相对于吉林

省高校大学生正式群体而言，非正式群体成员之间的

沟通与交流具有更加顺畅的特点，而这种顺畅快速的

沟通方式能够弥补正式群体在交流上的不充分。所以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通过吉林省大学生非正

式群体的成员之间的畅通的沟通渠道，及时了解学生

的各种思想动态。利用好非正式群体成员间的沟通，

不仅能够增加群体成员之间的感情，而且沟通中由于

没有心理障碍更利于形成良好的民主氛围，这样对正

式群体的权利使用也会产生相应的制衡。与此同时，

非正式群体成员有效的沟通还能为有效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和方式。

（3）互相帮助，合作更加融洽。非正式群体成员

相对于正式群体成员，能够进行更直接畅快的交流，

所以能更容易发现问题然后及时处理，解决问题的这

个过程也能够开打开成员思路从而集思广益，这就使

得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即使遇到各种问题

与困难，一般都能及时去解决。非正式群体很容易因

为成员间和谐、融洽的关系而产生和加强合作的精神。

( 二 ) 消极影响

在非正式群体的活动中，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是

互相影响和制约的。事物都有两面性，所以非正式群

体有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人际交往的庸俗化与

人际冲突此起彼伏等消极影响，会不断地弱化正式群

体的正向作用，不同程度地影响高校德育工作的开展。

（1）抵触情绪。当非正式群体与正式群体的目标

不一致，出现分歧或矛盾时，非正式群体就会对正式

群体的目标进行抵制或对抗，这种负面情绪对集体工

作和任务会带来消极影响。如果不能够及时化解矛盾，

那么非正式群体会对正式群体的一切活动都采取抵触、

不合作甚至反对的态度，长此以往，就会对正式群体

的活动造成严重干扰。因此，对于此种非正式群体抵

触心理产生应该坚决抵制。

（2）造谣传谣。非正式群体的特点决定了它具有

一定的弊端，其中就有制造谣言并传播迅速的负面影

响。谣言的伤害可大可小，轻则造成误解，损害友情，

重则造成集体混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的诱因。

（3）沉湎于小团体社交。如果非正式群体成员只

沉湎于小团体的交往，就会限制个人发展的空间，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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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实现自己价值的机会，束缚住自我。同时，如果专

注于参加非正式群体的活动，也必然会分散自己的精

力，甚至影响学习成绩和身体健康，对提高个人综合

素质、培养健全人格是极为不利的。所以要想提高高

校的管理质量，就要对非正式群体与正式群体进行行

之有效的管理，使二者的目标达成一致。

三、 吉林省大学生非正式群体德育工作实

效性的提升策略

( 一 ) 发挥高校德育工作者对非正式群体的引导
作用

（1）高校德育工作者要对吉林省大学生非正式群

体因材施教。因为吉林省高校学生数量庞杂，正式群

体不可能满足所有学生的需要，所以非正式群体的存

在就有其必然性。这也要求高校德育工作者要针对不

同的非正式群体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首先要对吉林

省非正式群体的性质进行精准区分，对于积极的要肯

定支持；对于中性的即居于积极与消极之间的，要正

确进行引导；对于完全消极的就要防范，然后进行干预。

（2）高校德育工作者要针对吉林省大学生非正式

群体的特点来进行疏通和引导。非正式群体之间也并

不是相同的，其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作为高校就要

针对他们的不同特点来进行疏通引导。如非正式群体

是积极类的，学生自发组织的文艺活动小组、公益活

动小组、体育活动小组等，在给予支持鼓励的同时，

从群体成员的兴趣爱好入手，培养他们能够运用相关

领域知识的能力以及拓展知识的衍生能力。如非正式

群体是娱乐类的，为了避免浪费学生太多的时间和精

力，高校德育工作者就要及时给他们确定活动场地及

合适的时间。尽量做到有针对性地教育和引导，从而

消除他们的认知障碍。

（3）高校德育工作者要对非正式群体的消极行为

进行建设性改造及规范。初入大学校园的大学生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有待完善，所以他们的行为

也是具有冲动性的，在大学生非正式群体活动中，他

们的行动冲动性就变得更加明显。高校德育工作者想

要对大学生非正式群体进行正确引导和管理，就必须

设身处地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给予他们充分的帮助，

引导其在自己可控制范围内活动，从而达到管理的目

的。当然对非正式群体里具有消极影响的行为，就要

通过各种教育途径进行积极有效的改造，让他们形成

正确的集体目标。

( 二 ) 发挥自我教育在吉林省大学生非正式群体
中的主动作用

非正式群体的消极影响如何应对，很显然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要让大学生学会自己管理

自己，养成自律的好习惯。作为学生一直以来都是以

他律为主，在他们进入大学以后高校德育工作者更多

的是要鼓励学生自律，自己管理自己、约束自己。自

律也是为了更好地在社会关系中自由活动，因为人作

为社会活动的主体如果缺乏自律，社会秩序也会混乱。

所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充分发挥学生会及班干

部等成员的作用，最大限度地让学生服务学生，学生

自己管理自己，从而最终形成有效的自我管理与自我

约束机制。在自觉抵制非正式群体消极现象时，高校

德育工作者既要纠正其思想与行为上的错误，还要促

使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对于新形势下逐渐占优势的学生网络虚拟群体，

要充分利用网络匿名性、平等性的特点，培养一支由

学生工作人员、学生骨干组成的网上思想政治工作队

伍，经常在网络社区活动，引领学生虚拟组织讨论的

内容、方向，推动高校舆论向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

学生中的骨干、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担任非正

式群体核心人物的，可以通过让其在正式群体中担任

职务，使其获得高层次需要满足的机会，强化其在正

式群体中的角色作用，增强正式群体对他们的吸引力，

减弱非正式群体目标的吸引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想更有效地做好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就不能忽视对大学生非正式

群体的管理，而且必须要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非正式

群体进行正面引导，抑制其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其主

观能动性，使高校管理工作更加有效、全面。[作者

单位系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基金

项目：“2023 年度吉林省青少年发展研究计划”科研立

项课题“吉林省大学生非正式群体对高校德育工作的

影响及对策研究”（2023jqy-249）的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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